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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摘 要 分析了太 明山昆虫区系的特点。并提出以不同的昆虫种类组成作为环 

境评估的指征． 

关键词 曼皇考察 垒巷医氛 

太明山位于广西的中南部(北纬 23。1O一 23。38 东经 108。18 一 108。45 )，距南宁 103 

公里．总面积为 1099．95 km 。最高峰龙头山海拔 1760m，次峰望兵蜂海拔 1506m．多 

次造山运动及流水的长期影响，背斜断层极为发达，从而导致水热分布变化明显，生态条件 

复杂． 

作者等于1986年7月及1990年1O月两次对太明山南坡进行考察，在不同的海拔高度以网捕 

及灯诱等方法调查昆虫的种类及分布情况，采集到昆虫标本l千余号。新种4个。初步掌握了 

不同生态环境下昆虫的区系结构、生态适应性及分布规律． 

1 昆虫生态区系的一般特点 

大明山的高度差为 1500 m以上，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光热充足，雨量充沛，很适台植 

物的生长，而且，不同的海拔。气候差异相当明显，随着高度上升，气温下降，雨量增加。 

． 
山她的土壤肥力高。但土质厚薄不一，随海拔高度的降低，土壤的种类由山地表潜黄壤向 

山地赤红壤、水稻土和河泥土变化。 

大明山的植物资源相当丰富．共 199科714属 1836种，植被分带较明显。从上而下．分别 

．  为： 

1400 m 上。山顶苔薛矮林 

900 —r1400m，常绿阏叶林； 

500r一 900m，常绿阀叶针叶混交林．以马尾松林为主； 

250r一 500m，南亚热带沟爸季雨林．目前已遭到严重破坏，主要为次生林和人工林，人 

工林树种为马尾松．广西本莲、桉类、相思．林下伴生植物为挑金娘．野牡丹、岗检 铁芒 

箕： 

-整十工 作是在尤其馓教授舶指导下进行舶，# 目铡同志在1986年7月进行过 考察，敷皇了 少赍辩．材辩舶整理得彰 

陈贻云同志的协助．稿件的量写过程得到了骧玉，谴}瓦曩、张海同志的大力蚺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1991年 12月 5日嵌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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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 m以下。山前低爸台地草坡及农作物区。常种植有水稻、玉米、黄豆、花生、甘蔗、 

黄红麻、术薯、红薯等农作物。 

经过调查、共果到 1千余号昆虫，目前分类工作尚未全部结束。已定名的昆虫．分别隶属 

于 l2个目。91科 132属。349种．各主要目的比例见表 _ 

寰一 各 日昆虫比例 

蝉扭 直燕 辅扭 半扭 曲 靖翅 同扭 其它 

目 目 目 目 目 目 目 

种 披 93 曲 56 40 44 14 22 20 

比倒 (％) 26．6 l7．2 l 6l O l1．5 】2．6 4 O 6 ， 5．7 

考察中．还发现了四个新种。它们分别是胡氏板齿蝗 (Shastauchira hui)桂海卵翅蝗 

(Caryarda h池 i％ )大明山越北蝗 (Tonki-nac,tis damingshanus)大明山戛蝗 (Gonista 

damingshan), 

大明山的昆虫区系，在组成上包含了四个主要成分：东洋种 古北种、东洋古北兼有种、 

本地种．此外。还有与澳大利亚区，埃塞俄比亚区、新热带区及新北区共有的种类。某些种 

类．是世界性分布的，如玉米象 玉米蚜。在东洋种中．以印马亚种的比例最大。 

我们分析大明山昆虫重要类群部分昆虫的区系结构 (见表二)，它反映了南亚热带类型的 

特点。 

襄 二 大明山置要种类的区系结构 

同扭 目 蝉扭 目 直翅 目 半扭 目 辅翊 日 其它 合计 

末洋种 8 3．2 l0 5 18 7 】4 0 27．0 64．2 

兼宥种 3．5 8．5 5 0 4 5 3．5 1 6 26,6 

古北种 ， 4 7 1．6 ／ 0．5 n 5 3 

车地种 O 0 】．9 0 0 0 】．9 

2 不同生境中昆虫区系的特点 

不同生境的昆虫群落组成见表三，现分述于下． 

2,1 林区 

2．1．1 山顶苔薛矮林 

山顶苔薛矮林．实为常绿阔叶林的一个变种，在植物种类上，它们非常相似．但大明山在 

桂中南为孤山突起．1000 m以上常刮大风。树木普遍弯曲矮化．这里温度低．湿度大．地表 

潮湿，林木稠密．主要树种为乌饭树、赤楠 揪、栎及杜鹃科 壳斗科 樟科等植物．树干 

上多附生有苔薛 地衣，林下植物有苦竹 莎草 五节芒、蕨类 悬钩子等． 

该生境昆虫的数量处于低水平。优势种不明显，但鳞翅目 鞘翅目 直翅目、半翅目 膜 

http://www.cqvip.com


第 8卷 第 l期 泉超衡等 广西太明山昆虫区系考寨韧报 

翅目昆虫的比倒较大．如垒龟子及吉丁虫等幼虫、粗刻缺翅虎甲Tricondy mellyi、漆树黄叶 

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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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is。u 塾、叶蜂 三条熊峰 Bombus poensis、 中华蜜蜂、南三字蝶 Neptis nanthaa 

leuconata、角蝽、红蝽、白背飞虱SogatellafurcKom、稻赤斑黑沫蝉 CaE,tettix vemicok、散 

白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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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禾本科植物丰盛处， 

云斑车蝗鱼型 璺 、斑蚴蝗—Aulaeoboth—n~luteipes等． 

【 蝗虫的数量占优势。 

衰三 典型生境昆虫群落组成 

山 璜 常 擐 阏 混 变 袭 

矮 林 叶 林 林 医 

直扭目 7 21 32 27 

靖扭 目 4 8 5 8 

同扭 目 3 4 3 lj 

辅扭目 7 l2 ， I2 

黛担 耳 4 I2 5 22 

膜翅 目 2 6 4 7 

其它 1 3 2 2 

2．1．2 常绿阔叶林 

原生常绿阔叶栋已不存在，已转化为次生林，树高一般为 5～ 6m．森林覆盖面积大。间 

有斑块状草地． 阔叶树种为主，间有少量的落叶、针叶成分。但不构成混交．主要有：茶 

科、樟科．壳斗科．木兰科．冬青科等乔木，乔木下．有一个以阀叶若竹为主．加上乔木的 

幼树苗及灌丛组成的密集林区．草本不发达，散生有一些十字苔藓．厥类等植物；落叶层厚 

2～ 4cm，苔藓较发育，与未分解的落叶层形成一个有弹性的海绵状腐质层，土层较薄。 

考察在天坪附近进行，包括龙尾瀑布附近的森林。 

这一区域的昆虫。较山顶矮林出现的频度更高。种类有：赤褐灰蜻 Orthetrum negleemm 

狭腹蜻 0．sabina、红蜻、细腹绿综 Megalestesmicam 大弯翅蠊 Panesthia angustipennis 

海南小丝螳螂Leptomantis tonld~ae hainanae 山林原白蚁 Hodotermopsis Holmgrcn、散白 

蚁 竹节虫．螳螂 中华稻蝗 Oxya，chinensis．红胫小车蝗 o。dajells rmnjius，自翅叶蝉 

Thaia
—

r
—

ubisin
—

os
—

a,l亮盾蝽 Lamprocorks IoytU．异色巨蝽 ． 象蝽 Ceeyr~ phtyrhunoides 稻 

绿蝽 黄肩型 Nezara virldula forma torquata、匙 同蝽一 种、 粒足 赭缘 蝽 Ochmchira 

gmulipes、齿缘刺猎蝽 Sdomina erinacea、粗刻缺翅虎甲 大豉甲Dineutus orientalis 水龟 

虫、大蕈甲、纤丽瓢虫 Harmonis sedecimnotata、异色瓢虫 H．axyridis 库光胫锹甲 薄翅 

天牛、星天牛、绿宽卵萤叶甲Oides bowfin#／ 赤垂头象Apoderus geaieulatus、赤盾锦斑娥 

R．hodopsoma costa~、 沼 斑 蝶、 利 莎 斑 蝶 Dauaus meli a lmma~、 闻 兰 斑 蝶 Euploea 

mule~er，南三字蝶．蠕竹眼蝶 Ldhe verma、东方粉蝶 Hefts eanidia、金毛长腹土蜂．带胡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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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spa c．il]．cta、马蜂两种 丘切叶蜂Megachile monde．oh、芦蜂一科，三条熊蜂。 

大明山的大部分蛾类．都可以在天坪用诱虫灯诱到． 

2．1-3 马尾松林 

大明山的马尾松林．是 65年以后．在砍伐迹地上人工种植的，主要树种为马尾松和云南 

松，加上阔叶树种的幼枝萌发．形成了现在针阔混交的格局，这是大明山松林的一大特点。 

林子里枯枝落叶少．也较常绿阔叶林更为干燥．光线更加充足．温度也更高． 

昆虫的种类有：多种蜻科昆虫．曲胫{米缘蝽 Micfis tenebrosa．红蝽科多种 金斑虎甲、 

多刺黑蚁 蝇娄，草蛉 叶蝉、竹节虫 螳螂．蟋蚌及多种蝶类、峰类昆虫。某些蛾类幼虫 

及鞘翅 目昆虫减少了。 

2．2 水域 

我们考察了三滩龙尾瀑布及天坪附近的水沟。水生昆虫数量不多．种类更少，常见的只有 

牙甲和水黾及少量蜻蜒 目的幼虫。 

经过落叶层的雨水，呈浅橡褐色，含有大量的腐植质．这样的水质．对昆虫是否有某些 

特定的影响，有待研究。 

2．3 农区 

在那汉 (海拔250m 下)找们分别考察了水稻田、玉米地、红薯地、黄豆地、本薯地及 

其周围的草地。因为同在一片开阔的冲积平原上，不同的昆虫相很容易相互侵入，而且种群 

数量的变化，除了受季节的影响外，还随作物种类的变化．消长变化剧烈。 

水稻田以蝗虫．同翅 目．鳞翅 目．鞘翅 目昆虫居多 有 褊蝗．小稻蝗 0． ca【。．印度黄 

脊蝗 疣蝗 东 亚 飞 蝗 Locustaa 10g里 堕 nilensis
一

,

一 点 黑 尾 叶 蝉 NephotettLX 

vLr~cens 稻赤斑黑沫蝉、黑尾犬盱蝉 Bothrogonia 黑尾升蝉 N．cL=cficeps 大 自口 蝉 

Tetigella spectra、稻飞虱、褐飞虱 N丑aparva衄 h ens．稻弄蝶 Parnm-'a guttata． 牯 虫 

Leucania sepamta、 稻 纵 卷 叶 螟 Cnaphalocrocks medmalis、 大 红 瓢 虫 Rodolia 

—

rufop
—

ilosa,，j、红瓢虫垦： 等 
玉米地以蝗虫．甲虫居多， 如小稻蝗、 棉蝗、 疣蝗、 中华剑角蝗 Acfida c／nerea 中华 

板胸蝗 Spathostemum prasiniferum sfiaense，长翅板胸蝗 s．pmsiniferam ．伪赤胫稻蝗．长翘 紊 

木蝗 Sh／mk／acris Shimkii、云斑车蝗．双带盘瓢虫 Lcn-~ bip"lagiata 玉米象 Skophil,~ 

—

zcam
—ais、四纹叶甲·玉米蚜垦 竺 ：隐翅虫、一字纹弄蝶 稻强蝶 ! 兰 

phed／ma oitensis、多刺黑蚁。 

除上述的昆虫之外，红蜻、黄蜻 狭腹蜻．除异色灰蜻等多种靖类 隐趣虫 多蒯黑 

蚁 八点广翅蜡 蝉 Kicania speculum 变 色乌 蜢 Rianthus versixolor、 方异 距 追 
● _ ^ ● _ -● 。 _ _ _ _ _ _ _ __ _ _ _ _ _ _ _ _ __ _ _ _ _ _ _ _ __ _ _ _ 。  。 _ _ __ _ 一 J _ _ _ _ _ _ __ _ _ _ _ _ _ _ _ __ _ _ _ _ _ _ _ _ __ _ _ u 。 - _ ‘_ - J  _ 。 一  

Hcteroptemis mspondens．多种眼蝶．斑蝶．萤蠊．丽蝇．食蚜蝇等．是这片开阔地的常见 

种 。 

3 昆虫的垂直分布 

大明山的高度美差为 1500 121，自上而下分为三个区间： 

(a)傲波站至天坪 (1506 ～ 1230 m)：(b)山闻混交林及马尾松林 (800m～ 65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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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管理站草坡及农区 (250 m以下)． 

以上不同区间种类的划分，以采集到的为准。其中有些是固有种．有些是侵入种 从上述 

的划分可知 ： 

3．1 昆虫的种类， 农区为最多，其次是徽渡站至天坪区间，马尾松林带则相对少。这一现 

象说明了马尾松林是一个相对简单的半人工环境。 

3．2 昆虫的总种数与天敌昆虫种类的比例．在各区间变化木大，在 20％～ 27％之间，以农 

区的比铡最高，以瓢虫为主，林区的天敌则以蜂类、螳螂居多。 

3j 马尾松林带．蝗总科昆虫占的比例最大，太明山的四个蝗虫新种都能在这里捕到。 

表五 各区域昆虫种数 

3,4 为害林术的昆虫，如天牛，独角仙．杉梢小卷蛾 桉蓑蛾．柿星尺娥 松茸毒蛾、双 

弓黄毒峨等昆虫，只在林区以内发现，而农业昆虫，如牯虫、小稻眼蝶、稻纵卷叶螟等，主 

要在农区捕捉到，一些以禾本科杂草为食的昆虫，如黑尾叶蝉、白背飞虱等，则为整个大明 

山的广布种 

3_5 一些世界性分布的种类 如玉米象 玉米蚜、只出现子农区的玉米地里，而许多印马亚 

种的昆虫．如红蜻、异色灰蜻、狭腹靖．印度黄脊蝗 ．却是大明山的 广布种 (在L【J区晷 

处均有分布的种类，这一现象说明，当温、湿度等气候条件大致相同时，决定昆虫分布的因 

素，便是食物因子，这是昆虫地理分布的～个特点 

4 大明山环境评价及建议 

自 1958年以来，大明山林区经历过几次大的破坏，后经保护站的努力，森林虽有所恢复 

但比较缓慢 从昆虫种类结构来看，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 

4． 林区中草食性昆虫眈例大，占 24 4％，与丁雨龙的报告中草本植物与林区植物的比例 

23 5~,／0基本相符，这类昆虫有：黑尾叶蝉 自背飞虱、东亚飞蝗，云斑车蝗等等 

作者认为这一现象与大明山草坡的增长关系密切。 

据陆乃超报告，保护区的森林面积占大明山总森林面积的 27 5％，集体林占 72 5％ 至 1982 

年止，保护区中阔叶林的特点是：①成熟．过成熟林少于 12 7％：②残次林分多达 82 9％；@更 

新困难=④集体林经反复砍伐后．多数变为残林，疏林或荒山．傈护区内的天坪一带，也已 

退化为草甸。 

4．2 水生昆虫种类稀少，可视为水环境不稳定的指标，这进一步说明森林涵水能力下降。 

据林学会 (1982~-)报告，发源于林区的 33条河流流量逐年减少， 1 958年的最枯流量为 

9．94 m／s，1974年为 5．05m／s，1981年为 2 62m／s，而且有 l0条河流已断流。 

从上可见，大明山森林遭受的破坏是扳其严重的，但迄今为止，破坏森林的因素仍然存 

在，主要表现在i(1)偷砍偷伐的现象的存在：(2)群众烧柴问题仍得依赖上山砍柴：(3)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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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的林木被砍伐后没有及时补种；废弃的矿石造成河水的铜、锌、氟污染 

太明山的环境、气候．在生态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森林的含水功能，直接关系 

到山下四个县．3．33万公顷水田．50多万人的生命 生活、用水 用电问题．其次．大明山还有 

丰富的生物资源。在 1990年 10月份的考察，我们就发现了4个昆虫新种，所以，大明山森 

林保护十分重要． 

对于大明山利用的前景．已有不少合理化建议，例如．进一步发展旅游北。保护区可做为 

教学 科研的基地、保护区可做为植物特别是药用植物的基因库等等。 

笔者等认为，大明山林区周围群众的生活要得到改善与大明山森林资源耍得到保护．这两 

个同题要结合起来考虑．兼顾解决．否则．在发展生产与保护森林上就会颜此失彼．当前最 

重要的同题是： 

(1) 生态农业的普及教育与措施实施问题。如果继续对山林进行掠夺式前生产．大明山的 

生态环境就会进一步恶化．农业生产的成本会更高．所以．在生产中注意生态农业同题是十 

分重要的．如果区科委或林业厅将这些工作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将有助于加快生态农业发展 

的步伐． 

(2】 提高保护区管理处的地位，加大它的职权范围，并在经费，人员上给以优先、优惠． 

队便发挥其更大的作用，如果仅仅让它处于维持状态．是不可能达到以上目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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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f Insect Fauna in M t．damingshan， 

Guangxi， China 

M eng Chaoheng，Jiang Zhenghui,Lu Wen，Zeng ZhiyinO 

∞iology Imtitug Guangxi Aeadimy of Sciences) 

Li Tianshan 

∞otany Institute，Guangxi Acadimy of Sciences) 

Ab st r act The characters of the haseet fauna in M t．Damingshan。at 23。10’-23。3g’ 

N and 108 。18’～ 108 ~45’E．m  discussed as fo11ow． 

1． species amount of different families form this sequezacc：12oidoptcm > Orthoptem > 

Colcoptcla> Hymcnoptcra> HerniD衄 >Homoptcm > Odonata． 

2．The elements of oriental region predomicates over thcelerncnts of palearctic region Thc 

oriental species make up 64．2per cent of the total species． 

3．There are 5 vegetation subsyst~as in the mountain：hiUtopchaparml；evergreen broadleaf 

forest；eve~g_rgen board＆ nccdlclcave forest；the subtropical momsoon rain forest(unexplored) 

agricultme zone． discuss insect cumunity in each subsystem． 

4．Insect species appear in d／ffcrem altitudes and 3 vertdeal spectra can be recoginzed． 

5．Enviremental evaluation：since insect re．tams closely to environment,so from each comunity of 

insect．we can efh to thcsituation about polution or destroy of forest, 

Key words Research，Insect Fauna，M t Damings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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